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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大鵬灣之生態環境調查-][ 浮游生物之分佈

要� 新瀉謝介玉‘
臺灣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

一
向

要

大鵬灣為多種重要魚蝦類之哺育場, 故掌握此灣之生態環境 , 以利發展栽培漁業 , 為刻
不容緩之課題。

自 1988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0 月 , 於大鵬灣內設定之 18 個揉攘站 , 進行了一系
列的水質與浮游生物調查結果得知 , 植物性浮游生物共有 23 屬 , 其中以 Chiorella 與
Oscillatoria 佔優勢 ,

其它為 Chaetoceros 、 Leptocylindrus 、 Coscinodiscus 和

Nitzschia 等。動物性浮游生物 ,
則以撓牌類及幼生佔優勢 , 其它為貝苗、輸蟲、原生動

物和藤查等大類。本報告進一步針對主要浮游生物的時空分佈加以分析 , 並探討其與環境因
子之關係。

摘

言

夫鵬灣位於屏東縣東港鎮南搏, 面積約 500 公頃 , 水深 2"'6 公尺
, 以西北方之一狹隘灣口與

外海相連 , 藉潮涉交換灣水 ( 圖一 ) 。大鵬灣水域廣闊 ,
7.K 淺無浪 , 天然條件良好 , 為多種高經濟魚

蝦類之良好哺育場 (Nursery ground) (Su, 1988) 。因此 , 確實掌握大鵬灣之生態環境 , 以便積
極推動栽培海、業, 實為刻不容授之課題。有鑑於此 ,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自 1988 年 10 月起

,
針對大鵬灣的物理、化學與生物環攘 ,

展開一系列的調查研究。本報告為有關浮游生物相之初步調
查研究結果。

->.L.

自 IJ1.

2. 材料與方法

自1988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0 月間 , 每月搭乘塑膠役 , 在灣內 18 個測站 ( 圖二 ) , 配合水
質、底質調查 ,

定點採集植物和動物性浮游生物。有關浮游生物之探攘和分析方法如下 :

植物性浮游生物

以塑膠水桶取各測站衰層水 , 倒入容量約 600 mi 塑膠瓶 , 隨郎以 Lugol's 溶液固定。揚同實
驗室之塑膠瓶子以充分搖盪後, 將接品倒入 500 mi 量簡內 , 靜置三夜以上 , 待其沉搬後 , 以塑膠軟
管虹吸上澄按約 460 mI 捨棄之。然後將剩餘之接品搖盪後再倒入 50mI 量筒 , 並以去離子水沖洗
筒壁 , 使之皆流入 50mI 量筒 , 再靜置二夜後 , 如前述方法、捨棄上澄液 , 最後僅留 10 mI , 置入
30ml 塑膠瓶 , 供定性、定量分析。分析時 , 先將 30ml 塑膠瓶充分搖晃後 , 以民管及取少量樣水, 置於 Reichert 血球計數盤 (Hemacytometer) , 在顯徵鏡下觀察 , 依照小久保 (1963) 和山路
(1966 ) 之圖鑑鑑定種類 , 按種類計數藻類數量 , 如此重覆操作二次。

2.1

動物性浮游生物

使用口徑 30 cm , 側長 90 cm , 網目 65 μ之浮游生物網 , 自底層垂直採集至衰層 , 每次滴得
之樣水為 30mI, 髓的裝入 30ml 塑膠瓶 , 並以 5% 中性福馬林固定 , 搗間實驗室 , 供定性、定量

2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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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-
Fig. 1.

大鵬灣地理位置
The map showing Dapong Bay.

圍二

Fig. 2.
本調查研究之揉按測站位置

The sample station in Dapong Bay.

分析。分析時 , 先將樣品瓶子以充分搖盪後 , 以廣口故璃管吸取模品 , 注入 1 ml 計數盤 (Counting

cell) , 置於 Nikon 光學顯微鏡或 Topcon VP-300D 型精密投影機 (Profile Projector) 下
,

鑑定種類及計數數量 , 如此重覆換作二次。依照山路 (1966 ) 與丁和李 (1988) 之圖鑑鑑定種類。

3. 結 果

3.1 植物性浮游生物

位) 出現之額別

本次調查踩得之浮游植物 , 共有 23 屬 , 其中以給藻 (Chiorella) 、藍線藻 (Oscilla toria) 和

角毛藻 (Chaetoceros) 等屬之出現量最多
, 共佔浮游植物總量 (Total abundance) 之 88.31; 在

( 表一 )

(的輯、量之變化

浮游植物之輯、量 , 如圖三所示 , 自 1988 年 10 月 28 日至 1989 年 1 月 6 日
, 於北面與東面之邊

緣部較多 , 密度大多在 9000",12000 cells/ml
, 於中央部與南面邊隸部較少 , 密度在 3000 cells/

ml 以下 ; 1 月 30 日 , 於東面、北面與西面之邊緣部較多 , 密度大多在 12000 cells/ml 以上 , 中
央部密度在 6∞0 cells/ml 以下 ; 於 1989 年 2 月 24 日

, 出現量少 , 全內灣水域皆在 3000 cells/ml

以下 ; 於 3 月 22 日在東面與北面之邊緣部較多
, 密度大多在 9000 cells/ml 以上

, 中央部與
南面邊綠部亦多 , 密度在 3000",9000 cells/ml ; 4 月 10 日

, 北面與東面邊緣部較多 , 街度在
9000 cells/mi 以上 , 在中央都較少在 3000 cells/ml 以下 ; 6 月 5 日 , 在北面和東面邊嚴部出現量
多 , 密度在 9000 cells/ml 以上 , 但在西面和南面邊級部出現量少 , 密度在 6000 cells/ml 以下 ;

7 月 17 日 , 出現量少 , 在西面和北面邊緣部較多 , 密度在 6000"'12000 cells/ml 間
, 其餘在

3000 cells/ml 以下 ; 8 月 11 日 , 在西區和北面邊緝部出現宜多 , 密度在 12000 cells/mi 以上 ;

10 月 26 日 , 在整體水域出現量明顯增加 , 極度在 12000 cells/ml 以上
, 部份中央水域 , 密度在

60 ∞ cells/ml 以下。

(3) 主要類別之分佈

A. 轍藻
結藻之分怖

, 如圖四所示 , 在 1988 年 10 月 28 日
, 於北面與東面之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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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lls/ml
. 0-3000. 3001- 6000. 6001- 9000. 900\- \2000. 12000-

Fig. 3.

園三大鵬灣內浮游植物總量之分佈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abondance of
phytoplankton in Dapong Bay.

Cells/ml. 0 - 3000. 300\ - 6000. 600\ - 900 。. 900\-1 叩開

e '�OOO-

Fig. 4.

阻四大鵬灣內綠藻之分佈
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lorella in Dapong Bay.

12000 cells/m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3000 cells/ml 以下 ill 月 24 日
, 東面 j是綠部較多

, 密度在
12000cells/m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6000 ceIls/ml 以下 ; 在 1989 年 1 月 6 日和 1 月 30 日

, 於
北面與東面之邊輯部較多 , 密度在 9000 cells/ml 以上 , 中央部與南面邊緣部較少 , 宙皮大多在
3000 cells/ml 以下 ; 在 2 月 24 日與 7 月 17 日

, 出現量較少 , 大多在 3000 cells/ml 以下 ;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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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22 日與 4 月 10 日 , 於東面和西面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6000 cclls/ml 以上 , 其它水域
在 3000 cells/mI 以下 ; 6 月 5 日 , 出現量少 ,

在東宙之邊緣部大多在 9000", 120 ∞ cells/mI , 其
它水域大多在 6000 cells/ml 以下 i 8 月 11 日 ,

在北面和西面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9000 cells
/mI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6000 cells/ml 以下 i1O 月 26 日 , 部份中央區域與東面、北面邊緣部 , 密
度在 9000 cells/mi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3000 cells/ml 以下。

B. 藍綠藻

藍綠藻之分佈 , 如圖五所示 , 在 1988 年 10 月 28 日與 1989 年 8 月 11 日 , 僅於北面之局部
大量出現 ,

密度在 12000 cells/mi 以上 ill 月 24 日 , 於北面與西面略有出現 , 密度在 3000 cells
/ml 以下 ; 在 1989 年 1 月 6 日與 6 月 5 日

, 於東面與北面之邊緣部較多 , 密度在 6000 cells/ml
以上 ; 在 1 月 30 日與 2 月 24 日 , 於東面和中央部水域略有出現 , 密度在 3000 cells/mi 以下 ;

3 月 22 日 , 於東面邊緣部大量出現 , 密度在 12000 cells/ml 以上 , 北面邊稜密度在 3000 cells/ml

以下 i 4 月 10 日
, 出現量最少 , 僅於北苗和東面零星出現 , 密度在 3000 cells/ml 以下 ; 在 6 月

5 日與 10 月 26 日 ,
於北面和東面邊緣部大量出現 , 密度在 6000 cells/ml 以上 , 而其它水域則大

多在 3000 cells/ml 以下 ; 7 月 17 日 , 在全域零星出現。

Cells/ml. 0 - 300 。. 3001- 600 。. 6001- 9000. .001-12000. 12000-

Fig. 5.
間五大鵬灣內藍綠藻之分佈
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scillatoria in Dapong Bay.

c. 角毛藻

角毛藻之分佈 , 如圖六所示 , 在 1988 年 10 月 28 日 , 未出現 ; 在 1988 年 11 月 24 日、
1989 年 2 月 24 日與 8 月 11 日 , 於全水域出現 , 密度在 3000 celIs/mI 以下 ; 在 1989 年 1 月 6
日、 1 月 30 日、 4 月 10 日和 7 月 17 日 ,

僅於局部水域少量出現 , 密度在 3000 cells/mI 以下 ;

3 月 22 日僅於西面和北面邊緣部大量出現 , 最大密度在 9000 cells/mI 以上 i 6 月 5 日 , 於全水域
出現 ,

於北面邊緝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9000 ceIls/mI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3∞0 ceIls/mI 以下 ; 10
月 26 日 ,

在中央部和西面邊緣部大量出現 ,
密度在 9000 cells/mI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3000 cells

Iml 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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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lls/ml. 0-3000. 3001- 6000. 6001- 9000. 9001- 12000. 12000-

Fig. 6.
圈六大鵬灣內角毛藻之分佈
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aetoceros in Dapong Bay.

3.2 動物性浮游生物

(1) 出現之類別

本次調查採得之浮游動物 , 有撓闢類及其幼生 (Copepoda) 、貝苗 (Mollusca) 、輪蟲 (Ro-

tifera) 、原生動物 (Protozoa) 、蔓脾類 (Cirripedia) 、多毛類 (Polychaeta) 、海鞘類 (Tuni-

cata) 和線蟲 (Nematoda) , 共有八大類 , 其中以撓腳類、貝苗勃生和輪蟲出現量最多 , 共佔浮游
動物總量之 93 克 ( 表二 )

(2) 總量之變化

浮游動物之糖、量, 如圖七所示 , 在 1988 年 10 月 28 日
, 於北面與東面之邊緣部出現多 , 密度

大多在 60 individuals/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20 individuals/l 以下 ;11 月 24 日
, 東宙中央部出

現多 , 在 20"'40 individuals/l 間 ; 在 1 月 6 日與 1 月 30 日
, 出現量一般在 20 individuals/l

以下 ; 2 月 2

20 individuals/l 以下 ; 在 3 月 22 日、 4 月 10 日和 6 月 5 日 , 在西北面邊級部較多 , 密度在 40",

60 individual/l 間 , 其它水域大多在 20 individuals/l 以下 ; 在 7 月 17 日和 8 月 10 日
, 在西面

與東面邊緣部出現較多 , 密度在 60 individuals/l 以上 ; 其它水域在 40 individuals/l 以下 ; 10

月 26 日在南面邊輯部較多 , 密度在 40",60 individuals/I' 其它水域在 20 individuals/l 以下。
(3) 主要類別之分佈

A. 燒開類

撓闊葉頁及其幼生之分佈, 如圖八所示 , 於 1988 年 10 月 28 日
, 在北面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

在 60 individuals/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20 individuals/l 以下 ; 在 11 月 24 日、 1 月 6 日、 1 月

30 日、 2 月 24 日和 10 月 26 日 , 於全水域皆出現 , 密度夫多在 20 individuals/l 以下 ; 在 3 月
22 日與 4 月 10 日 , 於西面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60 individuals/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20 indi-
viduals/l 以下 ; 6 月 5 日 , 在茵茵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40",60 individuals/l 間 , 其餘在
20 individuals/l 以下 ; 在 7 月 17 日和 8 月 11 日

, 於西面邊緣部較多 , 密度在 60 individuals/l

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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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. 7.
園七大鵬灣內浮游動物總量之分佈
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abundance of
zooplankton in Dapong B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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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. 8.
閏八大鵬灣內繞開類及其幼生之分佈
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pepoda and its' nauplius in Dapong Bay.

以上 ; 在 8 月 11 日
, 於全水域皆出現 , 但以南面和東面邊緝部較多 , 密度在 40�80 individuals/l 。

B. 貝類幼生

貝類幼生之分佈 , 如圖九所示 , 於 1988 年 10 月 28 B ' 在北面、西面和東面邊緣部較多
, 密

度在 6.0 individuals/l 以上 , 但一般在 1.5 individuals/l 以下 ; 在 11 月 24 日、 1989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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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. 9.
園九大鵬灣內貝類幼生之分佈

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rvae of Mollusca in Dapong Bay.

、 1 月 30 日與 4 月 10 日出現量少 , 僅在中央部水域零星出現 , 密度在 1.5 individuals/l 以下 ;

在 2 月 24 日和 3 月 22 日
, 僅於西面邊緣部較多 , 密度在 3.0,,-,4.5 individuals/l 間 ; 自 6 月 5 日

至 10 月 26 日出現量較多 , 於 6 月 5 日主要集中於西面及中央水域
, 密度在 6.0 individuals/l 以

上 ; 在 7 月 17 日集中於東苗、西面和北面水域
, 密度在 6.0 individuals/l 以上 ; 在 8 月 11 日於西

面和南面邊緣部出現量較多 , 密度在 6.0 individuals/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1.5 individuals/l 以下 ;

在 10 月 26 日
, 於西面、南面和東面邊緣部出現較多 , 密度在 6.0 individuals/l 以上。

c. 輪蟲
輪蟲之分怖, 如圖十所示 , 在 1988 年 10 月 28 日與 1989 年 7 月 17 日

, 於北苗和西面邊緣

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6.0 individuals/l 以上 ;11 月 24 日出現量少
, 大部份水域未測出 ; 在 1989 年

1 月 6 日、 2 月 24 日、 3 月 22 日和 4 月 10 日
, 於東面邊緣部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3.0 individuals/l

以上 , 其餘水域未測出 ; 1 月 30 日 , 於北面和東面邊緝部出現較多 , 密度在 3.0 individuals/l

以上 , 其餘水域未測出 ; 6 月 5 日 , 全水域皆出現 , 但以北苗和東面邊緣部出現較多 , 密度在
6.0 individuals/l 以上 , 其它水域在 1.5 individuals/l 以下 ; 8 月 11 日 , 在西面和南面邊緣部水
域出現量多 , 密度在 4.5 individuals/l 以上 ; 10 月 26 日 , 在東面、北面和南面邊緣部出現量多 ,

密度在 3.0,,-,6.0 individuals/l 間。

4. 討 論

大鵬灣內之植物性浮游生物總量, 在各測站大多超過 3000 cells/ml 。依攘日本學者山田等

(1980) 之報告 , 若以植物性浮游生物總量作為水體之污染指揮 , 在 300,,-,3000 cells/ ml 間 , 表示優
養化。依此論點 , 大鵬灣已是優養化之水域。一般而言 , 輪蟲係僅在適合之水溫、 pH 和聾富之餌料

環項條件下才會大量增殖。依攘此次之調查 , 綠藻和藍結藻之出現數量甚高之第一至第六測站 , 輪蟲
之出現量亦多。依攘陳等 (1989) 之報告 , 輸蟲和藍綠藻之大量出現 , 表示水質己優養化。又依攘謝
等 (1990) 之調查報告 , 此六測站之氮氮含量 (Ammonia-N)

, 比其它各測站偏高 , 顯示此 7.K 域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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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十大鵬灣內輪蟲之分佈
Fig. 10.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tifera in Dapong Bay.

嚴重優養化。造成第一至第六測站優養化之原因 , 可能與遠離灣口 , 海水交換不良 , 又有養蝦池廢水
排入 , 帶來單富之營養鹽等因素有關。

夫鵬灣之主要浮游植物和動物之分佈各有其特異性 ,
線藻集中於東面、西苗和北面邊緣部 , 藍線

藻在北苗和東面邊緣部較多 , 角毛藻集中於西面和北面邊接部 , 輪蟲大多出現於東苗和北面邊緣部 ,
燒開類及其幼生大多出現於西面和北面邊緣部 , 貝類幼生大多出現於灣內邊緝部 , 以上之現象顛示 ,
各主要種類對環境因子的需求均有所不同。對照謝等 (1990) 對大鵬灣之水質分析結果 ,

可君出主要
浮游生物之分佈特性。以綠藻而言 , 其數量則無季節變化 , 較不受水溫影響 , 但其分佈 , 則受營養鹽
影響 , 在河水及蝦池水流入處 , 國含許多有機物質 , 營養鹽豐富 , 增殖較快 , 或是養蝦池廢水排入 ,
故量較多。以藍線藻而言 , 則不受水溫影響 , 但其分佈 ' 與顯地受營養鹽影響。以角毛藻而言

,
則受

到水中矽營養鹽影響 , 在 1988 年 10 月 , 均無出現 , 但水中含量普遍高 , 以第一測站而言 , 水中達
10.15 ppm , 在 1989 年 6 月份 , 出現多時 , 則明顯降為最低 , 為 0.85 ppm , 且該月份各 ;K 域均低

。在動物性浮游生物方面 , 撓胸頓及幼生則分佈於灣之西面 , 第十六至十八測站 , 該水域之氮氮含量
均較低 , 頓等 (1989) 報告指出 , 撓帥類一般出現於清澈水域 , 與上述之現象相符。貝類幼生之出現

, 則受季節影響甚大 , 在 1988 年 10 月和 1989 年 6 日至 10 月間 , 水溫昇高時 , 大量出現貝苗 , 而
大鵬灣之貝類 , 大多為養殖之土水貝 (Mytillopsis sallei) , 故可推測土水貝產卵季節為 6,,-,10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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